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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减少夜间施工对交通的影响，确保路面行驶安全，施工方特意安排专人进行交通疏导。 本报记者 袁婧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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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 北管村加大村庄改造、 农田水利设施建设和水环境污染整治， 屋前屋后焕然一新， 村民们感叹好像生活在公园里。 本报记者 赵立荣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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奋战35天，和那一点“美中不足”告别
———衡复历史文化风貌区岳阳路架空线入地工程现场直击

“又发现6根深浅不一的不明管道！”
4月12日21时，降温，风很凉，当国网上海

市南供电公司岳阳路电力架空线入地项

目负责人火忆饭后返回时， 工人们正拿

着铁锹在一段新挖掘的样沟里铲土，并

“警告”这一突发状况。
“意料之中，前两天刚做好的9号电

力工作井就因为一根横穿道路的燃气管

道移了2米多。 ”火忆说。
岳阳路总路宽15米，肇嘉浜路—建国

西路路段长约300米， 是岳阳路第一个路

格， 架空线入地项目最终将延伸至东平

路。 在两列繁茂法国梧桐行道树的掩映

下，岳阳路风景宜人，被评为“市一类风景

街道、永不拓宽的街道”。 美中不足的是，
13米高空处，葱茏树叶间生硬地横穿过一

簇黑漆漆的10千伏电缆线，而且路旁每隔

一段就有一根电线杆。 4月1日起，岳阳路

架空线入地项目从肇嘉浜路路口开始施

工，向北推进，预计5月5日竣工。
要在空间不大 、居民密集 、交 通 繁

忙 、保护建筑多 、行道树粗壮的衡复历

史文化风貌区“消灭”架空线，火忆和同

事在前期反复论证 ， 但仍然每 天 都 要

“刷新对工作的认识 ”，“好在各方积极

配合， 每天大概可以推进15米至20米，

目前这300米路段内中国科学院上海

分院等五家单 位 供 用 电 的 变 电 站 地

址也选好了”。

夜间施工、 人力为主，
减少对周边居民影响

岳 阳 路 是 从 南 向 北 的 单 向 单 车

道， 安全护栏把施工与非施工区域隔

离开来， 大型公交车或车速快的私家

车驶过时，护栏隔板会随之震动。 施工

场地占了3.3米车行道、1.5米人行道，
剩下的人行道分成两根1.5米宽的道

路，分别供行人和非机动车使用。 惯常

施工现场配备的3.5米宽便道和堆放

器材、人员休息的地方，在这里都成了

“奢侈品”———工人直接把器材堆放在

拦起来的逼仄人行道上，开掘施工都在

车行道上进行。“按标准，一般人行道为

3米宽， 但衡复风貌保护区内人行道普

遍不足两米，还有行道树，没办法大面

积排管，只能在车行道上做。 ”火忆说。
现场，工人分成两拨各自忙活：近

肇嘉浜路一头， 七八个人在用铁锹挖

样沟———这是9号工井联通到8号工井

的沟槽； 近建国西路一头，8号电力工

作井轮廓已挖出， 工人在井底钢筋外

固定木板。开挖前，电力设计和施工方

已在路面做过金属物探， 给地下管道

做“B超”排摸情况，再每隔100米打个样

洞实地看。 这两步后，才定下施工方案。
然后 ，煤气 、上水 、雨水 、污水 、通信 、电

力、路灯等各部门到现场交底沟通，亮出

自家管线地下布局，相互配合。
“但总有突发。武康路架空线入地现

场就挖出了建国前的废管子， 材质老化

腐烂，逃过了物探。 ”火忆说，挖到管道，
就不能再用机械，必须改为全人工挖掘，
“还好这里不是工井位置， 否则要挖200
多吨土，挖出一个3.2米宽、12米长、3.3米

深的施工面”。其实，施工前，他们已拆除

一根与道路平行的废弃煤气管道， 新的

不明管道要第二天去查路政历史资料。
电力公司在 野 外 或 更 深 处 埋 管 线

时， 多数不用挖开路面， 而采用顶管技

术， 在土里用力把管子顶到位， 简单快

速。然而，在市中心，地下情况复杂，障碍

物多，工程主要靠人挖开路面铺管；又由

于行道树茂密，机械高度和吨位有限制，
只有小型挖掘机和10吨重的中型土方车

开得进来。 负责这里施工的胡金海说：
“这些小机械功率不足、容量有限，多少

也影响了进度。 ”

新的供电电源点很快有
了着落

当天，8号工井壁底的快干水泥需要

晾置，工人在零时收工。 但平时，这个点

是他们“施展拳脚”的开始———虽然是全

天轮班施工，但这里零时至凌晨4时30分

封路，工人可以拆掉围挡，运进混凝土等

材料，运走泥土，因为场地宽敞，效率也

最高。 “49路车末班车零时04分，首班车

是4时58分，早上4时前后要恢复路面，竖
起围挡。”市南供电公司相关负责人沈亦

钦介绍， 镐头机破碎沥青路面等噪音大

的施工都放在白天， 晚上主要是人工和

声音小的机械施工， 挖好铺好一段恢复

一段，一点点推进。
岳阳路施工场地附近居民区不多，

但有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等科研院所以

及建襄小学， 每天上学和放学期间交通

特别忙。 “15时30分左右，家长在很窄的

人行道上排100多米，还有孩子好奇地趴

在护栏上看挖路。为此，施工单位、交警、
交管等部门特意抽掉人力， 到现场维持

秩序。其中，30来名党员组成的电力志愿

队两人一组，轮流来引导交通。 ”
架空线入地，改用变电站供电，意味

着最短300米之间就要改建或新建一个电

源点站。在寸土寸金的衡复历史文化风貌

区，这不是易事———建设、交通、规土等部

门要和沿线多家单位、居民等各方协调找

土地，电力公司评估后，他们再约谈相关

单位。 让火忆欣慰的是，岳阳路这段的电

源点很快就有了着落。中国科学院上海分

院有一处占地面积108平方米的小房子借

给了徐汇区天平路街道建岳居委会使用；
现在，所有者和使用者都同意改建成高压

带低压的综合性变电站。

上海架空线入地：今年100公里，三年470公里
从最繁忙路段啃起，内环内架空线入地率三年内要从29%提高到62%

今年年底，上海将完成100公里道路

架空线入地任务， 主要集中在内环内重

点区域、 重要道路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

会场地周边，目前各区段已相继开工。上
海市住建委主任黄永平昨天表示，“柿子

挑硬的捏，骨头挑硬的啃。架空线入地先

从内环开始。 ”
据介绍， 到2020年， 上海要完成全

市重要区域、 内环内主次干道、 风貌道

路以及内外环间射线主干道约470公里道

路架空线入地及合杆整治， 内环内架空

线入地率从29%提高到62%， 道路立杆减

量50%， 实现落线拔杆。 目前， 浦东、
徐汇、 虹口、 静安、 长宁、 杨浦等区

共有约20公里道路架空线入地和合杆

整治工程开工。

架空线入地有三难

通过架空线入地及合杆整治来焕

新城市“素颜”，其背后是补上上海城

市精细化管理的短板。
架空线入地是一项工程量大且涉

及部门众多的复杂工程。 3月8日， 上海

召开架空线整治和管理工作推进动员大

会， 吹响了全面清除城市天空 “蛛网”、
消除 “黑色污染” 的号角。 如今， 徐汇

区武康路岳阳路、 虹口区东长治路长阳

路、 黄浦区南京东路正在全力推进这项

工作。
在黄永平看来，施工本身并不复杂，

难就难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难，管线单位多，协调难。 住建

委走访调研发现， 除电力管线外，“飞在

天 上 ” 的 架 空 线 至 少 归 属 十 多 家 单

位———既有中央单位，又有地方单位，既
有一般的通讯供应商， 还有其他特殊专

用用途的单位等。
第二难，地下管线密，找位难。 上海

中心城区地下密布各类管线， 还要兼顾

地铁等地下设施， 在夹缝中找准入地管

线的位置，无异于最精细的外科手术。
第三难，空间有限，施工组织难。 中

心城区道路普遍较窄， 比如武康路淮海

路上的人行道只有1.5米宽，施工组织难

度大， 对市民交通出行的合理组织也是

一个考验。
黄永平说， 架空线入地和合杆整治

并非易事，需要协调相关各方共同努力。
尤其是在历史风貌保护区内推进这项工

作，更是“螺蛳壳里做道场”，必须围绕技

术创新和优化方案来破解难题。 目前各

区以架空线入地和合杆整治为契机，同

步开展城市面貌和市容环境改善工作，
对周边房屋建筑外立面等梳理工作一并

推进，努力实现整体协调，将区域景观、
环境整体提升到最佳水平。

智能化新举措破“回潮”难局

架空线入地一直是上海整治市容环

境的难点。 黄永平介绍， 上海从2001年

开始制定了一系列相关规定， 曾提出在

上海世博会前力争完成400公里架空线入

地的目标。 “最后， 几乎世博会相关的

所有任务都超额完成， 但架空线入地任

务仅完成了270公里。” 最近， 市住建委

还在调研中发现， 早前已经实现架空线

入地的区域， 又出现了 “飞线” 回潮。
究其原因， 通信发展速度飞快， 权属单

位根据需要和方便任意立杆， 相关部门

管理也不到位， “这次市委市政府下了

很大决心， 明确要求架空线必须落地，
同时整合各管线单位自行树立起来的立

杆， 集中落线合杆。”
目前， 上海统一采用的多杆合一智

能化路灯杆 “身兼多职 ”， 分层设置 ：
检修门 、 舱内设备在0.5米至2.5米 处 ；
路名牌、 小型标志标牌、 行人信号灯等

设置在2.5米至5.5米处； 机动车信号灯、
视频监控、 指路标志牌、 分道指示标志

牌、 小型标志牌等， 设置在5.5米至8米

处； 8米以上， 则是照明灯具、 通信基

站等设施。 它的智能化在于自带感知系

统， 一旦发生倾斜或受到冲击， 会自动

报警。
为了避免日后 “回潮”， 市住建委

还表示 ， 要坚持源头 控 制 ， 逐 步 建 立

长效管理机制 。 在架空线整治 入 地 的

过程中 ， 对地上设施 、 立杆和 地 下 管

线数据进一步排摸， 纳入网格化管理，
制定发现和维护机制 ， 避免发 生 管 理

缺位现象。

四个“百管”走通“宜居乡村”建设之路

嘉定区马陆镇北管村充分发挥党支部、党员核心模范作用，村级事务百家管、
百姓管、管百事、管百年，成功破解“三变”社会治理新课题———

经济上去了，但却出现了环境变脏、
治安变乱、 人心变散等社会治理新难题。
怎么办？嘉定区马陆镇北管村通过探索实

践，走出了一条从“脱贫治乱”到“宜居乡

村”建设的成功之路，先后获评“国家造林

绿化千佳村”“上海市先进基层党组织”。
北管村党总支书记沈彪总结该村创

新社会治理的经验： “北管、 北管， 就

是要 ‘百管’， 我们的法宝就是充分发挥

村党支部和党员在村级治理中的核心和

模范作用， 村里的事情百家管、 百姓管、
管百事、 管百年， 四个 ‘百管’ 管出一

个美丽乡村。”

“企约+店约”
创新共治“百家管”

北管村当年“脱贫”，主要靠招商办

厂。但企业一家家开办，外来务工人员一

拨拨进村，大量社会治理难题随之产生。
鼎盛时期， 北管村聚集着80多家企业、
126家商铺。 沈彪说，抓村级治理，难在

“百家”共管。 村党总支不能“包揽打天

下”，而要“带领打天下”，凝聚和引导多

方力量有序参与共治。
近年来，北管村依托区域化大党建平

台，在建立工商企业党建联盟、派驻非公

企业党建顾问等基础上，重点探索将“村
规民约”延伸到企业和商家，通过签订“村
规企约”“村规店约”，围绕治安联防、环境

卫生、职工住宿、就业培训、证照办理等内

容，约定20多项“权利”和“义务”，实现诉

求互补、治理互动、共赢互惠。
一方面，北管村“两委”真心诚意当好

服务企业和商铺的“店小二”，按照村规约

定提供优质服务。 村里建起360多套人才

公寓，还统一托管5800多间村宅，出资改

造1200多间统一管理的“小厨房”，帮助企

业解决职工“住宿难”。
另一方面， 北管村积极引领驻村企

业、商铺“履约”参与村级治理，“让企

业和店家为村里干点事”。 例如，一家

年纳税近10亿元的韩资企业成立了非

公企业党支部，踊跃向村里献爱心。又
如，面对“五违四必”区域环境综合整

治， 村里一家兰州拉面店开始时有抵

触，后来思想通了，便主动配合店面改

造， 还每月热情为托老所老人过生日

提供便民服务。

“技防+人防”
村民自治“百姓管”

北管村的另一条经验是借助信息

化技术， 用 “技防+人防” 构建 “全村

覆盖 、 全天巡逻 、 全程监管 、 全 方 联

动、 全民参与” 的村级自治 “一张网”。
所谓 “技防”， 就是重点依托 “小

联勤 ” 体系 （220个高清摄像头 ）， 和

“城管通 ” （1部同时和26个人对话 ）、
“河长制 ” App （30多位老党员担任民

间河长）、 “村民手机短信” 和微信公

众号等串联起来， 让村民在第一时间参

与村务治理。
“人防” 则是依托网格体系， 实行

村民组长专职化 、 小组 “机构 ” 实 体

化、 网格成员梯队化。 全村十个村民组

均选举产生专职村组长， 负责为每户办

理房屋租赁手续， 定期联防巡逻、 收取

卫生费用、 掌握人口动态、 做好邻里调

解等工作； 各小组均配备7-8名打扫卫

生、 垃圾分拣、 车辆管理、 联防巡逻等

专员， 分管本组封闭或半封闭的村宅区

域； 网格成员梯队化， 每个小组成立党

支部， 依托以村总支书记为总网格长、
“两委” 班子成员为点位长、 党员志愿

者为网格员的责任体系， 创建村、 组和

个人三级梯队及相衔接的三级 响 应 模

式， 划定 “三分钟响应圈”。
“技防+人防” 大大提高了村民自

治的效率。 有一次， 一位村民发现可疑

线索， 马上联系 “城管通”， 再呼叫小

联勤中心， 最后联勤人员赶往现场并控

制可疑人员， 仅用了短短5分钟。 现在，
“城管通” 每年辅助 “抓现行” 疑似人

员20余人次。

“管理+服务”
为民造福“管百事”

“打造宜居宜业的美丽北管， 是我

们的初心； 所以， 该花钱的地方要舍得

花———村里有钱了， 不就是要把村民的

事情办得更好吗？” 沈彪说， 北管村近

年来打造文化活动、 会议培训、 物业保

障和社区服务管理 “四个中心”， 实施

了90余项便民实事工程， 获得百姓频频

点赞。
记者了解到 ， 文 化 活 动 中 心 有 门

球、 舞蹈、 戏曲、 棋牌、 科普读书等服

务， 充实着村民的文化生活； 会议培训

中心每月开展村干部、 组长、 党员、 新

村民等群体思想交流， 就村级事务、 百

姓大小事开展双向互动； 物业保障中心

以水电维修、 生活保障为主， 将村集体

资产、 百姓个人财产维护好； 社区服务

管理中心发挥前沿监控、 新村民服务、
联勤联动的安防功能 ， 依靠24小 时 监

控、 实时对讲， 夯实问题 “即发现、 即

处置” 基础。 同时， 建立新村民办证、
房屋租赁等六大项新村民服务 统 一 窗

口， 便于村民办理业务。
综合治理带来居住环境焕然一新。

目前的北管村， 村容村貌环境好， 村民

百姓有安全感、 融入感。 一些离开北管

村的新村民， 现在又回来了； 还有不少

新村民宁愿等上几个月， 也要租住北管

村的房子。 环境优化使村里厂房租金上

涨2-3倍， 村级可支配收入从2500万元

增加到4000万元。

“队伍+精神”
传承机制“管百年”

村级治理贵在创新， 难在坚持， 特

别是难在 “365天， 天天要管小事”。 但

管好了小事， 就是大事； 管牢了小事，
就不会出大事。

一方面， 要靠队伍后继有人。 北管

村 “百管堂” 党建等项目培育选用 “80
后” “90后” 年轻干部， 吸引八名青年

党员到北管村发展， 不断为村干部队伍

补充新鲜血液。
另一方面， 弘扬 “三不怕” 和 “三

怕” 精神。 所谓 “三不怕”， 是指 “事

情不怕难、 不怕烦、 不怕累”， 如每月

开展两次卫生大检查 ， 每天清 运 约96
桶生活垃圾 ， 每 天 管 理1000多 个 停 车

位———村 容 村 貌 随 时 随 地 都 是 干 干 净

净 、 整整齐齐 。 这项制度 ， 北 管 村 已

经坚持了30多年 ， 还将一棒一 棒 地 传

递下去。
“三怕 ”， 就是 “怕听不到 骂 声 、

怕思想能力跟不上发展、 怕发展跟不上

农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 村党总支表

示， 美丽乡村建设 “永远在路上”， 一

定要强化对标意识， 虚心学习各地村级

治理 、 垃圾分类 、 智慧小区等 先 进 经

验， 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推进美丽

乡村建设再上新台阶。


